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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学生视角的国土空间规划
教学探索

陈宏胜， 杨晓春， 黄依慧， 胡雅雯
（深圳大学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摘要：国土空间规划是我国新时期规划改革的实践探索，对城乡规划学科和专业教育具有深远影

响。基于学生视角分析了国土空间规划的教学效果，并提出了面向国土空间规划需求的教学改进建议。

教与学是城乡规划专业教育不可分离的一体两面，国土空间规划教学应重视学生的学习反馈及学习规

律，不断提升专业教育质量。国土空间规划课程教学需逐渐从单一课程教学转变为全体系教学，以满足

国土空间规划对新型规划人才的紧迫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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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城乡规划学科从建筑学科中剥离，独立成为一级学科［1］。作为一门具有强跨学科属性

的应用型学科，城乡规划的实践性要求学科建设和专业教育不断改进，以紧跟经济社会发展，持续

提升通过规划应对发展问题。2019年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

实施的若干意见》，开启了国土空间规划的全面改革进程。落实生态文明发展要求、推进国家治理

现代化、实现“多规合一”的国土空间规划管理体制，一定程度上是对过去规划运行问题的纠偏和规

划作用的强化，对整个规划行业、学科体系、专业教育模式等带来系统性的影响，“因何而变”“如何

应变”也成为近年城乡规划学界广泛讨论的焦点。结合“多规融合”“多规合一”的变革要求，促进关

联学科技术方法和理论体系融合、推动新学科发展和学术共同体建设已经成为国土空间规划时代

下城乡规划学科建设的重要共识之一［2-3］。然而，在学科建设中如何将初步形成的新学科共识转化

为专业教育仍需要探索和讨论。

教与学是城乡规划专业教育中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特别是在响应国土空间规划要求的背景

下，城乡规划专业教育的优化拓展不仅需要从教的层面展开，还需要从学的层面考虑学生的接受程

度和学习规律，以学生为主体提升教育成效。因此，本研究基于学生视角，对当前国土空间规划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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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改革进行分析，总结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教学的效果，并提出针对性的教学改进建议，以期为城乡

规划学科和专业建设提供有益参考。本研究数据来自城乡规划专业本科生四年级的29位学生的问

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课程设置和教学难点的意见，以及他们未来的研习的意

愿和方向。

一、响应国土空间规划要求的城乡规划专业教学体系转型

（一） 国土空间规划向城乡规划专业教学的传导

我国城乡规划（城市规划、市镇规划）的发展历史悠久，现代城市规划既延续了本土规划文化，

又受欧美经验和苏联模式的共同影响［4］，不断发展演化。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城乡规划借鉴苏联

模式完善管理体制和技术方法，成为服务于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工具［5-6］。改革开放后，我国城乡规

划广泛学习吸收欧美发达国家的理论、经验和方法，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及城镇化进

程，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规划体系。2000年后，不同系统规划的重叠与冲突问题逐渐凸显，城乡

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的协调，以及主管部门权责的整合分配成为当时“多规合一”工作的重点［7-8］。

2018年自然资源部组建，从部门管理层面对规划体系进行重组。2019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

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提出，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将主体功

能区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等空间规划融合为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且不在国土空间规划

体系之外另设其他空间规划。国土空间规划全面覆盖原城乡规划体系的核心内容。

国土空间规划涵盖了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等规划，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

建立是国家自上而下对规划治理手段的调整与升级，以更好地服务于新时代的发展需要。为适应

国土空间规划变革，城乡规划专业的基础教学体系发生了系统性更新。从国土空间规划到城乡规

划专业教育存在着渐进的传导路径，国土空间规划通过直接影响城乡规划行业，进而影响城乡规划

学科，最终作用于城乡规划专业教育，国土空间规划变革对城乡规划行业的影响是主要的，对学科

的影响是间接的（图 1）。国土空间规划直接影响了城乡规划学科和专业教育，城乡规划专业的深厚

学术底蕴也在不断修正国土空间规划的实践。规划行业是高度依赖人力资本投入的行业，特别是

富有专业热情的青年规划师的持续进入，保证了规划行业持久的创造力。城乡规划专业能否为国

土空间规划持续输送青年人才，已经成为影响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实施和管理的重要因素。

（二） 面向国土空间规划需求的城乡规划专业教学变化

城乡规划是一门面向实践的应用型专业，针对发展问题动态调整教学体系是保持专业生命力

的重要措施。城乡规划（城市规划）专业的演化与我国城乡发展紧密相关。在快速城镇化的进程

中，城乡规划专业迅速发展。作为一级学科的城乡规划学，其发展演化受到建筑学、地理学和公共

图1　从国土空间规划到城乡规划专业教学的传导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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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等多学科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不同的专业教学体系。在国土空间规划的影响下，城

乡规划专业的外延被进一步放大，多学科融合和新技术应用促使规划专业全面改进教学体系。对

城乡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的核心内容进行比较可知（表 1），国土空间规划以全域全要素作为规划对

象，以生态文明导向设立新的规划目标，实施空间管控和综合治理，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9］。城

乡规划被认为是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的具体落实，强调生产力的空间布局和城镇建设的时序安排，通

过空间手段解决发展问题，并通过塑造空间来放大空间价值。国土空间规划更强调通过约束性指

标和边界管控逐级落实规划目标，要求建立统一的数据平台，倾向于科学理性的量化管控。国土空

间规划实际上是多学科集成的新专业领域，涉及城市规划与设计、土地资源、地理信息技术、环境保

护、公共管理等学科，要求掌握量化分析工具，强调规划编制工作的理性思维。

面向国土空间规划的需求，不同院校在城乡规划专业本科课程的设置上采取了不同的调整举

措。例如：建筑类院校在强化建筑与规划设计基本功的基础上，配置信息技术、交通工程等课程，将

空间规划与新信息技术进行结合，探索性开展智慧城市或数字城市课程，注重培养以空间规划与设

计为主干、适应国土空间规划新技术要求的规划设计师；地理类院校依托人文地理学，在既有设计

课程体系的基础上，强化新技术方法的分析和应用，注重培养具有较强的理论功底和分析能力的规

划师；公共管理类院校强调城乡规划的政策属性，强化规划应用课程，注重从公共政策方向为国土

空间规划培养人才。然而，城乡规划专业教学体系相对稳定，使得面向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调整面

临诸多挑战，例如：如何在有限的总课时量下重新调配课程课时；如何在适应新变化的同时，保持专

业的独特性和延续性；如何基于城乡规划原理构建国土空间规划的基础理论，等等［10-11］。

二、基于学生视角的国土空间规划教学效果分析

（一） 从微观设计到宏观规划的学习递进

在国土空间规划改革背景下，城乡规划专业的调整不仅需要从学科体系和教学体系自上而下

表1　城乡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比较

背景

概念

目标

组成

核心

内容

国土空间规划

国家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生态文明时代到来

国家空间发展的指南，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是各类开
发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

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规划编制审批体系、实施监督体
系、法规政策体系和技术标准体系，形成全国国土空间开发
保护“一张图”，实施国土空间监测预警和绩效考核机制，形
成以统一用途管制为手段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提升
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等空间规划融
合为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

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作
为规划编制基础，通过落实“三线”管控要求，优化国土空间
开发保护格局

城乡规划

快速城镇化发展阶段，经济高速增长，人口
大规模向都市圈和中心城市汇聚

城乡规划是政府调控城市空间资源、指导
城乡发展与建设、维护社会公平、保障公共安
全和公众利益的重要公共政策之一

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促进土地科学使用，改善人居环境，对城乡社
会和经济发展、项目建设的综合部署和管理

包括城镇体系规划、城市规划、镇规划、乡
规划和村庄规划。城市规划、镇规划均包含
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两部分

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依法编制规划，
确定城市性质、规模和发展方向，合理利用城
市土地，协调城市空间功能布局，综合部署各
项建设

注：依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城市规划编制办法》等文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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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还应充分考虑学生对新教学内容的接受程度，形成上下贯通、教学相长的新教学模式。在城

乡规划专业基础教学中，低年级规划教学以微观设计课程为主，贯通建筑大类教育。进入四年级

后，以国土空间规划课程训练为主，注重中宏观尺度的规划教学。在完成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课程

后，对学生课程学习成效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学生对现行国土空间规划核心编制理念与技术的掌握

情况。根据学生的反馈，融入国土空间规划要点的城乡规划教学能够促进学生拓展知识体系，完成

从微观设计到宏观规划的学习递进。同时，在完成国土空间规划课程学习后，学生普遍对城乡发展

面临的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二）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教学中的核心难点

调查发现，学生认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学习的核心难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图 2）。（1）理论层

面，已掌握的知识体系无法有效支撑国土空间规划的前期分析，导致对地方发展问题的把握不够准

确。（2）实践层面，65.52%的学生认为，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实操过程中，用地规模测算的难度较

大，用地规模的自上而下分配与地方实际需求的自下而上推导存在矛盾。此外，由于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涉及的规划要素和管制性内容较多，数据平台建设是实现全域用途管制的重要技术保障，

58.62%的学生认为技术应用是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核心难点。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编制需要平衡

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包括发展建设导向的空间布局、生态环境管制、精确化的用地边界划定

等。基于技术理性编制的规划成果，往往与现实需要存在差距，未充分考虑规划的可实施性。

对国土空间规划课程学习要重点强化的内容进行调查发现（图3），超过70%的学生认为应重视

相关规划专题突破，即将国土空间规划中不同专项拆分为系列课程，更有利于知识掌握；68.97%的

学生认为应重视城乡发展问题分析；65.52%的学生认为应重视理论和方法讲解。从学生的掌握程

度来看，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教学的优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既需要建设一门综合性设计课程，又需要

根据不同专题分设不同课程，形成“总体-局部”“理论-实践”相结合的课程体系。

图2　学生在完成国土空间规划编制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难点

图3　学生认为国土空间规划教学中要重点强化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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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国土空间规划对学生研习兴趣的影响

对国土空间规划课程的兴趣点进行调查发现（图 4），以GIS技术为主的技术应用是学生最突出

的兴趣点（68.97%），其次是规划设计（62.07%）和发展战略谋划（55.17%）。此外，空间管控和用地边

界划定等专项也是学生的主要关注点之一（48.28%）。对学生最喜欢的国土规划教学方式进行统计

发现（图 5），国土空间规划的实操教程（48.28%）是学生最喜欢的教学方式，其次是国土空间规划相

关的跨学科学习资料（20.69%）。

学生学习兴趣的养成还与完善的教辅资料体系有关，具有权威性的教辅材料不仅能有效提升

学习效果，而且能为学生课后深度学习提供指导。根据学生的学习反馈（图 6），41.38%的学生认为

缺乏能够有效指导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实操的教辅资料，27.59%的学生认为缺乏专题技术方法应用

讲解的教辅资料。基于学生兴趣培养的视角，国土空间规划教学具有多学科融合教学的特点，教学

过程中要挖掘学生的兴趣点所在，让学生既能全面掌握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流程和关键技术，又能

在专项领域保持学习和探索的热情。

图4　国土空间规划课程的兴趣点分布

图5　学生最喜欢的国土规划教学方式

图6　学生缺乏的学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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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面向学生需求的国土空间规划教学对策

（一） 适应学生学习阶段转变，优化专业培养路径

城乡规划专业教学的重要目标是培养学生掌握空间规划与设计方法，以此解决经济社会发展

问题。从学生学习的角度来看，从微观设计到宏观规划是递进的学习过程，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要逐

渐建立连贯的空间规划思维逻辑，因此，应构建适应不同学习阶段的渐进式规划设计课程体系，以

避免微观教学与宏观教学的脱节。首先，要从有助于学生理解不同尺度空间的角度出发，合理组织

建筑设计、景观设计、村镇规划、居住区规划、详细规划、城市设计、总体规划、区域规划等课程，建立

适应学习认知规律的主干课程教学逻辑。其次，不同年级、不同空间尺度的规划设计教学组要建立

常态化的课程研讨机制。各任课教师团队需协调不同年级主干课程的教学侧重点，构建连贯的课

程教学体系，并在教学过程中向学生阐释课程内部的逻辑关系，帮助学生更好地适应不同阶段的学

习。最后，要围绕主干课程教学需要，同步组织理论课程（如概论课程、原理课程）、技术方法课程和

城市认知课程，打通主干课程的纵向联系，并建立同年级课程群的横向关联。

（二） 创新国土空间规划课程体系，分项突破教学重点和难点

面向一线规划实践需求是保持城乡规划专业活力的关键。国土空间规划具有“多规合一”的综

合属性，需对国土空间资源、经济产业、公共设施、人口社会、生态环境等内容进行系统分析与统筹

配置，将国土空间规划专项课程融入现有城乡规划教学体系可能面临学时超额问题，因此应调整教

学策略。一方面，在保持城乡规划专业特色的基础上，低年级实施专业通识教育，高年级开展专业

方向分流，设置城市设计与国土空间规划等方向；另一方面，探索国土空间规划专业实验班，依据国

土空间规划体系重新配置课程体系。在渐进式的国土空间规划教学改革中，国土空间规划教学可

以拆解为系列专项课程，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为集成教学环节，理顺总体规划与专项规划的教学顺

序。无论采取何种教学改革策略，都应将国土空间规划纳入城乡规划与设计主干课程，并向相关支

撑课程模块延伸，拓展技术方法类教学内容。

（三） 重视学生专业兴趣养成，提升学生专业认同

在教的层面，面向国土空间规划的专业人才需求，城乡规划专业教学要围绕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特点，引入跨学科课程，探索规划通识课程的教学模式。在学的层面，要根据学生的学习规律，合理

组织课程体系，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其中，学以致用是规划教学与学

生兴趣的有效结合点。以 GIS等技术方法类课程为例，教学不仅要帮助学生掌握空间数据处理方

法，还要注重技术与国土空间规划实践的结合，将技术应用于城乡空间问题的分析，提升规划设计

成果的科学性。与实践热点相结合的专项规划教学也能提升学生学习兴趣。例如，针对城乡发展

问题的探究，引导学生分析其演变的内生性因素，通过空间设计、战略政策制定、规划实施等，加强

学生的逻辑分析能力，从而更科学地认识城市发展的复杂性和整体性。除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外，还

要提升学生的专业认同。国土空间规划改革既为城乡规划学科与专业建设带来了挑战，又创造了

机遇，要将国土空间规划变革作为调整城乡规划专业教学体系的重要契机，鼓励探索不同模式的专

业培养方案，在保持城乡规划专业的独特性和稳定性的同时，提升城乡规划专业的活力。

四、结语

国土空间规划对城乡规划专业的影响正从学科应用端逐渐向专业教学端深入，国土空间规划

事业的持续推进要求城乡规划专业培养更多的青年人才。随着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不断完善，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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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国土空间规划需求已经成为城乡规划专业教学改革的重点。本文基于学生视角，对国土空间规

划教学效果进行了调查分析，并从城乡规划专业课程组织层面探讨了学生在学习国土空间规划过

程中面临的专业困难。国土空间规划变革为城乡规划专业教学模式的调整提供了重要契机。在优

化专业培养路径时，应充分考虑城乡规划专业学生的学习规律，并根据不同学习阶段的特点进行针

对性调整。同时，应结合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有序拓展城乡规划专业教学体系，在现有课程体系的

基础上有机融入国土空间规划课程，并分项突破教学重点和难点。在规划人才培养方面，应注重培

养学生的专业兴趣，提升其专业认同感，从而为我国空间规划发展输送更多高质量的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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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teaching based on
students’ perspective

CHEN Hongsheng, YANG Xiaochun, HUANG Yihui, HU Yawen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0, P. R. China)

Abstract: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is an important planning reform practice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which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both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disciplines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teaching effect of territorial space planning, 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on teaching 
reform for the needs of territorial space plan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udents. Teaching and learning are two 
inseparable aspects of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education. The teaching of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students’learning feedback and learning rules, and constant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rofessional education. The education of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should gradually change from a single 
course to a whole system of teaching to meet the demands of new planning talents.

Key words: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teaching reform;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students-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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